
2021-2022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历史专题训练（辽宁省沈阳铁路实验中学）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历史专题训练（辽宁省沈阳铁路实验中学）

1. 选择题　　　　　　　　 　　　　 　　　　 　 　　
春秋战国时期，秦律规定秦国女子所生之子为“夏子”，田氏代齐后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夏朝始祖
大禹的后人，魏国将中原一带的地域定义为“夏”，自称“夏王”。这表明这些诸侯国力图
A.推动祖国境内各族的融合 B.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
C.表达实现政治统一的愿望 D.追溯各自国家早期的历史

2. 选择题　　　　　　　　 　　　　 　　　　 　 　　
公元前706年，随国大夫季梁与随君论述治国之道：“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
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王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
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这表明春秋时期
A.奴隶制几经风波后重新稳定 B.开始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
C.社会发展逐渐陷入停滞之中 D.天命神权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3. 选择题　　　　　　　　 　　　　 　　　　 　 　　
钱穆认为中央集权制度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日， 我们拥有这
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称赞它是“中国历史上无上成
绩”。以下关于中央集权制度表述正确的有
A.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因为当时中国周边复杂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B.中央集权制度被公认为开启了世界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先河
C.不能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政治和文化保障
D.既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也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延续

4. 选择题　　　　　　　　 　　　　 　　　　 　 　　
古代中国早期的政治制度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中，并

世袭享有特权。战国时代魏国和楚国通过变法削弱世袭特权，秦国通过军功爵制取消世卿世禄

制度，强调军功而淡化世袭身份。这些做法

A.标志着世卿世禄制走向消亡 B.推动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型
C.促进了小农经济形成和发展 D.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到封建社会

5. 选择题　　　　　　　　 　　　　 　　　　 　 　　
瞿兑之在《秦汉史纂》中云：“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
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此秦汉之所赐也。”据此，该学
者强调秦汉时期

A.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基础 B.大一统王朝出现具有一定合理性
C.形成专制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统一 D.思想嬗替是王朝取得成功的经验

6. 选择题　　　　　　　　 　　　　 　　　　 　 　　
唐朝定制是中书省掌草拟诏令，门下省掌审议封驳，尚书省掌承旨执行。后唐太宗发现中书

省、门下省长官颇多齟齬扯皮之事，于是在门下省下面设政事堂，形成统一的中央行政决策机

制，集体商议并处理军国事务，由是鲜有败事。这说明当时政事堂的设立

A.扩大了封建君主的权力 B.缓和了各部门之间的矛盾
C.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D.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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